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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着力提升

炮兵火力打击的６种能力
杨　槐，宫研生，李　磊

（解放军炮兵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从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入手，就信息化条件下炮兵火力打击能力作了探讨。提出了炮兵在信息化战场上应

具备的“６种火力打击能力”，分析了达成这“６种能力”的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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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
泛运用和作战空间的不断扩展，信息化战争开始登上了历

史舞台。与此同时炮兵作战平台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催生炮兵火力打击理论不断更新，炮兵火力运用发生

了深刻变革，对炮兵火力打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只有

弄清楚信息化战争的特点，顺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才能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继续发挥地面火力突击骨干力

量的作用。

１　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主要特点

１．１　以信息为主导，信息化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战争
的主要力量

信息流控制着物质流和能量流，因此它在战争中起主

导性的作用。谁掌握了信息，夺取了“制信息权”，就会获

得战场的主动权，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１］。信息化战场

上，信息化的武器装备是信息化战争中最基本的特征，也

是与传统战争方式最根本的区别。信息化的武器装备广

泛运用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等现

代高新技术，具备信息探测、传输、处理、控制、制导、对抗

等功能，具有获取情报多，处理情报快，打击目标精，对抗

能力强的特点。

１．２　战场空间广阔，兵力密度减少［２］

战场空间广阔包括物理空间的扩展和空间概念的扩

大。物理空间的扩展是指由于航天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

泛运用，战场空间从陆海空三维物理空间向外层空间延

伸。同时由于侦察装备、信息系统和作战平台机动能力的

提高，战场指挥员的观察范围不断扩大和对作战空间的控

制能力不断加强为远距离作战提供了条件。部分武器系

统可以打击位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目标，将弹药投放到世

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战场上前方后方、前沿纵深界限模

糊，甚至没有前后方之分。

１．３　作战精度高、强度大、节奏快［３］

信息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施精确作战。精

准选定目标、精心选用力量、精准实施打击、精确评估作战

效果。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是一种高强度的作战。一是作

战飞机远程机动能力大大提高，机群可以在任何时间内向

多目标实施高精度的火力打击，使被打击一方处处危急，

时时危急；二是各种新型制导弹药的破坏性更大。根据美

军的五环作战理论，基础设施也是打击的重点。信息化战

争的作战也是一种快节奏的作战。一是由于作战保障能

力的提高，在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实现了实时高效，使对

目标作战准备时间大大缩短；二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运

用，使完成对目标打击任务的时间大大减少，加快了战场

上的作战节奏。二者的结合，使作战持续时间明显缩短，

也大大加速了作战进程。

１．４　战场可控程度高，作战行动精确高效
信息化条件下，无所不在的战场感知能力，大容量的

信息共享能力，精确高效的远程打击能力和及时准确的支

援保障能力，使得决策更加科学、精细、到位；地形、地物、

天候等因素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大大减少，战争的可控性大

大增强。信息化战争一个鲜明特征是以最小的附带杀伤

破坏换取最大的作战效果，这样就可以减少因伤及无辜而

带来的政治、外交因素的影响，利于达成作战目的。伊拉



克战争中，美英联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达到７０～８０％，
几乎所有的飞机都能实施精确打击，战争伤亡及附带损伤

大幅下降［４］。

１．５　战场环境更加扑朔迷离
战场环境更加扑朔迷离，捉摸不定，“战争迷雾”将更

难驱散。一是传感器、侦察卫星等侦察手段使战场环境变

得透明。但信息技术不只是为侦察感知服务的，也为伪装

隐蔽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网络攻击能力的提高。敌方

的网络攻击部队和网络黑客对传输的数据很容易篡改信

息和数据，获取的这些真假信息也令指挥员难以判断；三

是宣传媒介的大量介入，混淆视听。这样迷雾非但没有散

去，反而是“变浓”了部分战场环境。信息的真真假假，使

得战场环境更加捉摸不定，扑朔迷离。

２　炮兵火力打击应具备的六种能力

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对炮兵在信息化战场上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要求炮兵能够准确迅速地获取和处理信

息，灵活机动配置，提高射击精准度，准确评估判断等。作

为陆军地面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在发挥其传统的火力突

击作用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炮兵信息化水平，提高信息

化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新要求。

２．１　高效快反打击能力
快速反应打击能力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必不可少的

前提条件。信息化条件下，信息量大且战场情况复杂多

变，不确定因素增多，要求炮兵必须具备快速的反应打击

能力。美军认为，实施快速机动是确保炮兵兵力优势，提

高炮兵火力及时性的有效手段：一是在指挥方式上，要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按级与越级相结合，不断改进指挥方式

和指挥手段，突出灵活高效；二是在对敌目标识别和判断

上，要充分运用信息系统强大的数据库功能，进行比对判

断，优选打击目标。对目标的正确判断，是决定选用弹药

样式的关键；三是在完成射击准备上，要充分运用自动化

的指挥手段，发挥指挥信息系统的优势，力求迅速准确。

根据敌方目标的性质、位置、大小，做到发现即摧毁。因为

目标不可能在同一地点逗留太久，战机稍纵即逝。

２．２　可靠精确打击能力
外军一般认为，大量使用精确制导弹药进行“外科手

术式”或“点穴式”精确打击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显著特

征之一。是战场精确毁伤能力和战场透明度大大提高后

所产生的综合效果［４］。这种打击效果可以直接摧毁敌人

重心，威慑作用极大，也促使作战周期大大缩短，作战节奏

明显加快。一是要加强情报侦察系统建设和提高诸元计

算的准确性，这是火炮实现精确打击的前提和基础。要以

地面侦察为依托，大力发展空中侦察，形成三维立体侦察，

提高侦察的可靠性。同时要运用先进的侦察设备和精确

的方法决定射击诸元，提高射击精度。二是要开发装备精

确制导炮弹。与传统的杀伤爆破弹药相比，制导炮弹与火

箭弹可靠性高、散布小，对目标的命中精度可达到１０ｍ之

内。目前，已经出现的制导炮弹与火箭弹主要有末制导炮

弹、末敏弹、弹道修正弹及炮射导弹等几种类型。在战场

上为炮弹装上眼睛，节省了弹药，提高了效能，缩短了作战

时间。三是在打击方式上要隐蔽打击，连续打击，实现准

确、高效、出其不意。隐蔽打击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必

然选择。要严密组织伪装，疏散配置，加强干扰，隐真示

假。连续打击是对敌装备工事上和对敌心理上的双重打

击，是加速作战进程的主要手段。

２．３　快速机动打击能力
机动打击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信息化条

件下，炮位侦察校射雷达等侦察设备对火炮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因此火炮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一是要着力发展

自行火炮、火箭炮及战役战术导弹等发射平台的机动性；

淘汰和改进原有的武器装备，使改进的装备作为新型装备

的有益补充，这样既节约了成本，也适应现代战场的机动

要求。自行火炮机动性能好，能够迅速、隐蔽的组织兵力、

火力机动。二是要改进和完善火控系统，提升火炮自主射

击能力和运动中的射击能力，由“半自主式”向“全自主式”

打击方式转变的能力。三是在力量编成上，要疏散配置，

小群多组，便于实施快速机动和展开［５］。牵引式火炮展开

和撤收的时间要尽量缩短，在发现目标后，要能够迅速的

实施打击，打完就走。四是在打击方式上，要交替转移，连

续机动，保证火力的连续性。采取“机动—射击—再机

动—再射击”的机动打击样式，在运动中提高炮兵战场生

存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２．４　全纵深打击能力
现代战场的透明化决定了交战双方不再是大规模的

摆兵布阵，靠前配置，而将是大纵深配置，能否实施有效的

纵深打击决定了炮兵部队在信息化战场上的作用发挥的

程度。一是要发展炮兵火力平台。使一种火力平台具备

发射多种弹药的能力，保证战场上火力平台的多用性和可

维护性。要继续发展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同时要加大信

息化程度，提高该系统的射程和精度，使其成为陆军打击

远程目标和实施空防的骨干力量。二是要开发新型特种

弹药，扩大打击覆盖范围，延伸火力打击能力。现装备和

研制的远程弹药包括火箭增程弹、增程制导炮弹、复合增

程弹、尾翼稳定增程弹、底凹弹、底排弹等，这些弹药的使

用可使陆军炮兵主要压制火炮的射程大大提高［６］。三是

在力量编成上，要综合配置，混合编组。就是将多种不同

性能的炮兵火器进行编组，使各种性能的炮兵发挥自身的

能力，优势互补，形成较好的火力覆盖网络，确保全纵深打

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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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合理优化打击能力
未来信息化战争中，需要打击的目标多，目标机动快，

情况复杂。炮兵及时合理的优化打击能力能够适应瞬息

万变的信息化战场，对优化打击效果，提高打击效率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在对打击目标的选择上要合理，首

先打击敌方首脑指挥机关、侦察、指控和通讯系统等关节

点，确保目标的选择能够达到打点震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敌构成心理震慑的效果。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对目标打

击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二是在对目标打击前，依据目标

的性质、大小、重要性等，指挥信息系统要迅速处理情报信

息，并及时向指挥员提出火力打击建议，辅助决策。三是

在对目标打击时，要综合利用各种侦察情报系统实施全时

域战场监视侦察，实时掌握目标信息，并及时反馈，为正确

的火力毁伤评估提供情报。四是在对打击目标毁伤评估

时，要快速准确，对其火力毁伤评估效果是为下一步的作

战行动提供对该目标的是否再打击的依据。因此必须建

立一整套完整的、切实可用的火力毁伤评估模型，为优化

炮兵火力打击提供决策依据。

２．６　积极协调打击能力
信息化条件的作战不再是单一兵种或合同作战，而将

是基于信息系统的多军兵种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在一次

战役的火力运用上，可能有战役战术导弹火力、航空兵火

力、武装直升机火力、地面炮兵火力、地面其它火力的立体

式火力打击，各种打击力量的交织，要求各参战火力必须

具备协调打击的能力。海湾战争期间，多国部队出动了几

十万大军，１１万余架次飞机，上千辆坦克，结果仅伤亡１４０
多人，损失固定翼飞机３８架、坦克１５辆就取得了战争的胜
利，突出表明多国部队的有效协调打击能力［４］。一是在指

挥机构的构建上，要设立炮兵火力协调中心。一方面要合

理选择和使用各种性能炮兵火器，优势互补，使其产生最

好的效能；另一方面要利用网络化的指挥信息系统加强与

上级和友邻的沟通协调，做好与其它军兵种火力的协调与

配合。二是在作战控制上，应以计划控制法为主，随机控

制法为辅。要严格按照划分的战场空间作战，尽可能避免

与其它军兵种在空间上交叉，防止因协调不当而产生不必

要的伤亡。三是要强化主动协调意识。战场空间瞬息万

变，突发情况多，炮兵作为陆军地面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当与上级联络不上，通信中

断时，要按照上级决心意图和作战目的，积极主动协调各

兵种火力，确保火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３　结束语

信息化战争中，炮兵具备的６种能力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能力的缺失或不足必然

会导致其它能力的下降，继而引起作战能力的下降。当前

我军正在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在炮兵信息化建设中着

力提高火力打击的“六种能力”，切实形成“铁拳头”，发挥

炮兵在信息化战争中的火力打击优势，完成火力突击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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